
沧州市浅层高碘地下水成因及分布

规律的
一

初步探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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堤要 本文主要从沧洲市浅层高碘地 下水 的 分布规

神及共环境地质条件
、

水化学特征等方面
,

探讨了浅 层高碘

地
一
F水的成因 右要与沧东海进堆积层巾淤泥质土密 切相关

,

笑沉积环境为边滩潮沛泻湖相
。

浅启地
一

下水中碘的分布规律

引七明显的制约
。

一
、

浅层地
一

F水中碘的分布规律

:饿黔澎织患
步齐明了本区浅层地下永中碘分布规律 (见图 功

。

.1 高碘区 主要分布千运河以东
、

王 御 史一宋

家屯以北瓜姚庄子
、

西砖河一带
,

含碘量一般为 20 0一

洲似侧、 最高达以
)
0/ 动

。

趴 中等碘区 主要分布于浮河以 西 及王御史一

宋家屯以南部分地区
,

含碘箭
一

般 洲一“
00, 叼、 仅

有个别井点含碘量 2 00一加 ”八到几

尸
~ 、

愁翻
.

仁习` 巨当 , l之二
`

巨〕 `

图 1 沧州市浅层地下水 I
一

含垦分布略图
l一高碘区

; 2一 中净典区 ; 3一低腆区
; 4一犷含 量等

值线 ; 5一
r
N 。 州

,

以
一

等值线

低碘区 呈片状分布于常砖 河 及十二户一棉

纺厂
`

一带
。

含碘最小于加夕g / 了
。

二
、

浅层地下水中碘形成与分布的环境地质条件

卜 目然地理条件 她势低挂
、

地形坡度平缓
,

尤其是注地地形
、

地下永埋藏浅
,

往往是地下水还流

微弱或迁流滞缓的地区
,

从而控制了浅层地下水 中碘

的运移而有利于它的富集
。

总体夹说
,

抢州市地处河北平原东部
,

属冲积平

原与滨海平原的交接部位
,

地势平坦
、

低洼
,

坑塘密

布
,

地而高程 6
.

。一 l 仇 。 。
,

以 0
.

` 3编的坡降向东 北

倾
。

其中
,

本区运河以西地区地形平坦
,

地势相对较

高
,

地面高程 一般 。
.

。一 、 。
.

。。 ; 而运河以东的太 区

东北部地势低涂
,

地面高程。
.

。一 8
。

。批
,

土壤多盐碱

化
,

有利子碘的富集
。

浅层地下水含碘量大子
3
()0 刀盯 、

的界线与 乙 。 m 等高线基本吻合
。

沧州市多年平均气温摊
.

8 ℃
,

极端气 温 最 高 为

4 。 ℃
,

最低为 一 ” j ℃
。

年平均降雨量邢氏 2 ,

~
,

多

集中在七
、

八月份 ; 年平均蒸发 量 拍 4队如
飞

成 约为

降雨量的三倍
,

属半干旱气候
,

从而为浅层地 F水中

碘的浓缩富集提供了外在条件
,

从 地层及环境地球化
一

学特征 本区地处沧 县

隆起的东部边缘部位
。

自新生代以来
,

堆积了巨厚层

新生界地层
,

第四系沉积厚度约 45 。一 ,丽。
。

据以往

研究成果
,

白第四纪以来
,

本区先后受到青县海进
,

沧西海进
、

献县海进泌沧东海进等四次海侵的影响
,

其中沧东海进和献县海进分别形成于全新世和晚更新

世时期
,

是本文研究对象
,

其余此不赘述
。

本区。一3 。玛深度内沉积了两个陆相层和 两 个海

相层
:

、幻第一陆相层 层底深度 4一恤
。

岩性为 灰 黄

色
、

浅棕黄色粘土
、

亚粘土及亚砂土
,

具锈染及吐少量

钙质结核
,

为河湖相为主的堆积
。

本层土体易溶盐工
-

含 量 一般 不 高
,

多 为 2 。一的刀好咏
,

惑盐 量 以一
1 84 心 /咏

。

而顶部I 一及共它离子含量相对较高
,

为蒸

发毛细作用的结果
。

(幻第一海相层 即沧东海 相 层
。

其 层 底 澎 磨

12 一拓 。 飞、

厚度“一八 m
。

本层分布及岩性特征 大 致

以运河为界
,

而垂向上又可分为三段
。

上段 ; 运河东多

为含淤泥质亚粘土及淤泥质粘土
,

有机质含量冻豁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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扒哪
,

厚度。
·

“一 3
·

如
, ,

至述河西则渐变为灰黄色
、

浅灰色粘土
·

亚粘
一

协 仅局部为含波泥质亚粘么 有

机质含量明显减少
,

厚度 。
,

4
一

, ` 。 m ;

中段
店

运例以

东为灰黄色亚砂土
、

粉砂夹 一层称 汗一从之111 灼含巍沈

质亚粘土
,

有机质含量
,

卜

全峪
.

。%
,

累计厚鹰 认 。一

如 ,
’

气 至运河以西则渐变为厚层黄灰色
、

浅灰色 亚

砂土
、

粉砂夹黄灰色亚粘土层
、

有机质含量很少
,

累

计厚度脚
一吼 角琳

一

厂段
:

运河以东以淤泥城亚粘上

及淤泥质粘土为主
,

含大量炭化或半炭化的植物碎屑

及腐殖质
,

有机质含量 4 、一流。 %
,

最大为约
“

。%
,

见有少量的光滑兰蛤等海相化石
,

厚度尔 。一性
.

: m ;

运河以西为淤泥亚粘补 底部有仇呱一
叼 川沈炭层

。

本层有机质含量一般为 3
.

5一氛 弓% 厚度 .0 子一 2
.

。 。 , 。

以往研究证明
,

抢东海进于黄骤
、

海兴近海一带

发平有淡化近岸浅海
、

海湾型有孔虫群舫组布
西至沧县东部地区则渐变为卷转虫

、

希
r

望虫
、

诺

虫
、

口室虫等有孔虫及与之共生的海相弯贝介
、

似星

介
、 一

N 。
柳

附裔沁和淡水玻瑞介
、

土星介等介形 虫 化

石衍介
,

属极度谈化半咸水区域的边滩潮浦类型
,

而

至沧州市运河一带仅见有似星介
、

物成。
妙 ;t/ 。八己* 六

卯邵州妙记丽气 与淡水介形虫共生
,

于枪 州市西 部逐

渐尖灭
。

_

本层中生活于温鹰水域的暖水 卷 转 虫 健妙柳幼、 初

份州枷含量达 28 %
,

抱粉资料也证胡了当时气候 是温

潮湿的
,

其沉积环境属于还原环境
、

在这种气候及环

境条件下
,

处于边滩潮浦地带
·

有利于棱物和微体生

杨生长和繁殖
,

于是堆积了富含有机质的淤 泥质 土

层
,

这就是为碘的富集提供了物质来源
。

总之
,

沧东海进在本区东 部堆 积了 厚 为哪 。一

1 I
.

o m以淤泥质粘性土为主
,

向运河以西逐渐变为厚

爪 0一 7
.

Om 以亚砂土
、

粉砂为主的堆积物
,

从沉积相

上表现为运河以东以边滩潮浦泻湖柑为主盯向西渐变

为冲积相为主的规律
。

通过对土体易溶盐分析结果的研究表明
,

运河以

东本层上段及下段淤泥质粘土
、

淤泥质亚粘士牢 碘

含量较高
,

一般为 40 一 20 咖解冰
,

最高云婆娜乍而: 、
·

而运河以西与
一

之相对应的地层中碘含量较低 一般力

纷
一

的傀压:
,

最高为 1 30 尽部鞠
,

且高碘土急厚度相

对很薄 、 中段地层中含碘均不高
,

其 值 为 e一 5绝“ 纷

纯
。

另外需指出运河沿岸的姚庄子一西砖河一带有厚

层含淤泥质粉砂分布
,

属河口相堆积
,

水 盆 交 补 沁

烈
,

土碘含量不高
,

一般扣一80 撇 /拟
。

另外
,

c 亡
、

N
。 、

及总盐量含量亦有运河东高于运

河西的特点
。

卿第三陆相层 层底深度 括
。

。一书然 加味 {争度

圣一妙
·

告性为灰黄色亚粘土
、

亚砂土
,

局部有薄层

粘朴 含绍筑 旋螺等化石
,

底部偶见铁锰结核及钙

质结核
·

为一套河湖相堆积物
·

土层碘含量不高
,

一

般为扮一 3 。户翻粉
少

乱钊第几奔躺层 即献县海进堆积层
,

位 于 第三

陆相层之 下
,

揭露厚度。
.

。一招扔 。
。

娜性 为霏淤击

浅棕黄色粘士
、

亚粘土
、

亚砂土央 薄层 粉 砂
、

粉细

砂层
,

富含光滑兰蛤等海相软休动物化石
,

动物洞穴

被粉土质充填
,

具中度锈染
。

本层顶部以一层富含钙

质结核的粘土与上覆第二陆相层为界
。

据以往研究证

明
,

本层中浅海类型的有孔虫占显著地位
,
分布范围

大
,

遍及运河以东广大地区
,

海相介形虫和海相软体

动物化石也十分丰富
。

其边界达本区以西的献县
、

河

间
、

任邱一带
根据土体易溶盐分析资料

,

本层碘含矗较低
,

其

值为 。一翻粼。 / h 。 ,
而 凡尹

、

创
一

及总含盐量则相对较

高
。

本层中暖水卷转虫俪。 “ ”仇 介户诩
。
含量占钓 %以

上
,

最高达洲 %
,

i兑明本次海进肘期亦属温暖潮湿的

气候
,

但本仄处于浅海水域
。

不利于植物及微体生物

的少长繁破
,

子是就没有或很少有富含碘的海生生物

的腐殖质土层的堆积
,

因此本层碘的含量相对不高
·

各层的地球化学特征见翔 。 及 鱿乐墓溶盐主要离
子含量统计表 :

。

碘的主要物质来源为海生植物及海尘撇体生标
这一观点已为人承认

。

而边摊潮郊探掀粗环境中
,

有

向宁

图 Z H姗吼 (瞥可东 ) 葡容盐瀚深度变化
勘钱

1一 粘上 , 2一亚粘土 午一亚 抄 土
; 奋一

碑升砂
; 沙

淤泥质枯 , 黔
一

淤粼质亚枯贪





年弓一凯 。 ls/
,

总硬度 11
·

。一 40
·

。 “

H 巾H值 7
·

2一乍
·

仑
,

最大为 .8 。
,

属中性一弱碱性水
·

本区浅层高碘地下水中碘含量与矿化度的关系
,

据高碘区 34 个调丧点水质分析资料统计
,

立者存在较

为明显的正向相关关 系
,

相关系数
r 二 。

, 6 1, 碘 含量

20
0一 3勃刀盯 1的点大多集中在矿化度小于 5。八的区域

内 (图 3)
。

匕_

枷oo5枷细O20附

补\比迭么
、

了半丁份节忿
,

二丁份魂户卜
矿化度 C

剐l)

图 3 碘与矿化度关系示意图

地区
,

地下水中澳含量一般小于 1
.

如
。

盯了或不含澳
,

这说耐邻碘与澳具有相伴生的
ha

。

由上述对本区浅层高碘地
一

F水的水化学特征的综

合分析可以看出
,

碘与矿化度
、

氯
、

钠
、

澳均具有正

向相关关系
·

这就更加说明了本 区浅层高碘地下水的

形成主要与海相或滨海妈溯相沉积有关
。

同时
,

碘与

矿化度
、

氯
、

钠
、

澳的相关特点
,

也
一

方面反映 了极

度淡化半咸水区域的边滩潮浦泻湖相堆积层中
,

地下

水的氛 钠及矿化度含量虽不太高
,

但碘含量则相对

较高且较为集中
,

而接近正常盐度或正常盐度的海水

堆积物中
,

其水碘含量并不一定高
。

通过对本区浅层地 下水的沉积环境
、

含水介质特

征
、

浅层地下水的成因及浅层高碘地下水的水化学特

征等方面的综合分析
,

可以看出本区浅层高碘地下水

的成因与富含有机质的第一海相层淤泥质 土 密 切 相

关
,

其沉积环境为边滩潮涌涛湖相
,

有机物中富含海

生生物
,

它的分解会使地 下水中富集碘
。

本区浅层高碘地
一

F水主要分布于咸水吟 但研究

它对于研究滨海地区浅层地下水伪区域水文地球化学
特征和研究古沉积坏境均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

, 户
同时

对于其它高碘地区的环境永文地质特征的研究亦具有

一 定的参考价值
。

本文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尹
一

书贵同志的 指 导和 帮

助
,

并承蒙李庆安同志市阅
,

在此致谢
。二\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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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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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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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碘与氯关系示意图

高碘地下水中碘与氯含量之何亦存在着较为明显

正向相关性
,

相关系数
r 二
年肠

,

从图 4 可看出
,

当

c l
一

含量示
。 。一 50]

。 m ln/ 吟 碘含影
一

般 为 20 。一

肠价叼 I
,

而当CI
一

含量大于 1 5而二、
即 了时

,

碘含量增高

的并不明显
。

同释
,

石典与钠也存在着明显的正 向相 关 性
,

相

关系数
r 二 。

.

7 0
,

其变化关系同氯 与碘的变化关系相

似
,

因为氯和钠本身即是高度正相关 (相关系数
r -

。
.

蚝几 除钠外碘与共它阳离
一

子关系不明显
·

别卜体区浅层高碘地下水中含澳量较朴 据部

醚嚣鳄{照黛登然

《
滑坡文集》第六集和

长
一九八五年兰州滑坡

会议论文集
》

由滑坡文集编委会主编
,

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
。

哎
滑坡文集

》
共收集论文幼余孺

,

全书肠万字
。

共

主要内容包括滑坡防治方面有支挡
、

减载
、

反压
、

排

水等各类工程措施
;

测试方面有滑坡变形机理农l抗滑

桩模型试验等
。

此外
,

还讨论
一

r 海底滑坡新间题和著

名大滑坡的研究
、
发生

、

发展规律性及共防治
。

《 一九八五年兰州滑坡会议论文集
》
共收集论文 7。

篇和摘要 13 篇
,

全书共阳余万字
。

其主要内容包括介

绍我国近年来发生大型自然汾坡和工程地质滑坡的研

究和治理效果
;
滑坡的预测预报

、

监侧研究
;

汾坡的

勘侧方法
,

稳定性评价
、

计算方祛和试监方法等方面

应用效热 介给与滑坡相近的崩塌
、

倾倒
、

_

塌方等现

象的研究成果
。

上述两本书可供从事地质
、

水利
、

冶金
、

煤矿
、

建筑工程
、

公路
、

铁路工程设计及科研人员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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